
4之
妥

、
河
港
城
市
是
台
灣
城
市
發
展
史
上
相
當
重
要
的
類
型
，
也
是
構
成
台

灣
城
市
風
格
的
特
質

之
一
。

自
二
百
多
年
前
漢
人
墾
拓
社
會
所
形
成
的
聚
落
，
以
迄
清
代
漢
人
商
業
及
政
治
城
鎮
之

興
起
，
河
運
與
城
市
之
發
生
、
興
起
與
轉
變
關
係
至
深

。

淡
水
河
為
台
海
航
運
最
便
利
之
河
川
，
在
清
代
航
運
可
上
達
大
溪

。

它
流
經
的
地
形
又
有

盆
地
、
河
岸
、
谷
地
等
變
化
，
河
域
內
的
產
業
條
件
亦
充
足
，
盛
產
稻
米
、
茶
、
煤
以
及
樟
腦

。

所
以
在
清
代
發
展
起
來
的
聚
落
城
鎮
甚
多
，
且
各
具
代
表
性

。

地
理
學
者
曾
將
本
省
的
河
岸
城

鎮
依
其
位
置
分
成
港
口
城
鎮

(
2
2

、
『
。5
)

，
內
陸
城

鎮
(
門
口E
口
已
→
o
d
g
)，
山
腳
城
鎮
(
呵
。
。
早
已
-
2
5
)

。

淡
水
河
的
河
口
城
鎮
為
淡
水
(

混
尾
)
，
內
陸
城
鎮
早
期
有
士
林
、
大
稻
垃
、
糙
的
們
、
新
莊
、
板
橋
、
錫
口
(
松
山
)
、
南
港

，
山
腳
城
鎮
則
有
景
美
(
挽
尾
)
、
新
店
、
三
峽
、
大
溪
、
三
坑
、
深
坑
等

。

這
些
沿
河
的
城

鎮
，
清
代
皆
息
息
相
關
，
亦
即
上
、
中
及
下
游
的
關
係
相
當
密
切

。

上
游
城
市
為
出
產

(茶
、

成
肛
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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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泓
河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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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悠
悠
淡
水
河
，
葳
月
使
河
畔
建
物
景

緻
變
遷
，
不
變
的
卻
是
河
水

。

煤
、
樟
腦
)
之
第
一
次
集
結
地
，
中
游
城
鎮
則
負
責
集

散
轉
運
工
作
，
將
下
游
城
市
進
口
的
日
用
品
輸
往
內
陸

。

當
時
淡
水
河
航
運
便
利
，
輪
船
可
直
抵
大
稻
垃
'

台
北
的
繁
榮
乃
至
為
快
速
，
乾
隆
年
間
還
只
是
台
灣
的

小
市
街
，
至
光
緒
末
年
已
一
躍
而
為
台
灣
人
口
第
三
的

大
域
。淡

水
河
系
沿
岸
城
市
與
河
的
關
係
雖
是
建
立
在
航

運
功
能
之
上
，
碼
頭
與
街
道
多
為
平
行
，
且
碼
頭
的
長

度
與
街
道
長
度
主
正
比

。

由
於
主
要
街
道
與
碼
頭
或
河

岸
平
行
，
因
此
街
道
兩
旁
的
街
屋
亦
只
有
一
邊
臨
接
碼

頭
。

在
連
續
式
的
街
屋
中
，
每
隔
一
段
距
離
出
現
橫
巷

，
這
條
橫
巷
除
了
連
通
碼
頭
外
，
也
具
有
防
火
巷
的
功

能
。

街
道
沿
著
河
岸
發
展
的
城
鎮
、
有
淡
水
、
關
渡
、
大

稻
垃
、
新
莊
、
錫
口
、
南
港
、
汐
止
、
三
峽

。

清
代
淡
水
河
與
沿
岸
市
街
之
關
係
非
常
密
切
.
，
沿



岸
碼
頭
通
常
是
鬧
市
或
廟
口
，
亦
即
寺
廟
築
在
河
邊
，
廟
口
對

準
河
對
岸
的
山
頭
，
這
也
是
一
種
風
水
的
理
論

。

以
淡
水
為
例

，
媽
祖
廟
福
佑
宮
即
正
對
淡
水
河
及
觀
音
山
，
廟
垃
與
碼
頭
相

接
，
這
種
佈
局
有
點
像
威
尼
斯
的
聖
馬
可
廣
場

。

關
渡
的
媽
祖

廟
亦
對
著
河
流

。

士
林
慈
誡
宮
前
面
現
在
是
市
場
及
夜
市
，
清

代
則
為
水
道
，
可
通
基
隆
河

。

大
稻
垃
的
霞
海
城
隍
廟
，
是
成

豐
三
年
頂
下
郊
械
鬥
時
才
遷
建
的
，
它
的
方
位
也
對
著
淡
水
河

。

新
莊
古
街
約
三
山
國
王
廟
、
媽
祖
廟
及
武
聖
廟
等
亦
皆
朝
淡

水
河
，
其
廟
垃
即
與
碼
頭
之
石
階
相
通

。

三
峽
的
祖
師
廟
、
宰

樞
廟
亦
皆
朝
向
河
流

。

一

、
山
城
河
港
結
合
，
淡
水
歷
史
悠
久

淡
水
舊
稱
進
尾
，
「
、
花
」
其
實
那
是
指
攔
魚
的
籬
芭
，
而

「
尾
」
即
是
河
的
末
端
，
故
淡
水
就
是
指
淡
水
河
末
端
設
有
石

泛
之
處
。

早
期
泉
州
漁
民
以
此
為
漁
港
，
築
街
道
於
石
﹒
泥
之
尾

﹒
由
景
觀
台
前
望
去
的
紅
樹
林
、

山
、
淡
水
河
口
。

成
肛
門
之
歌

9 



﹒
由
景
觀
台
前
望
去
的
紅
樹
林
、
觀
音
山
、
淡
水
河
口

。

岸
碼
頭
通
常
是
鬧
市
或
廟
口
，
亦
即
寺
廟
築
在
河
邊
，
廟
口
對

準
河
對
岸
的
山
頭
，
這
也
是
一
種
風
水
的
理
論

。

以
淡
水
為
例

，
媽
祖
廟
福
佑
宮
即
正
對
淡
水
河
及
觀
音
山
，
廟
垃
與
碼
頭
相

接
，
這
種
佈
局
有
點
像
威
尼
斯
的
聖
馬
可
廣
場

。

關
渡
的
媽
祖

廟
亦
對
著
河
流
。

士
林
慈
誡
宮
前
面
現
在
是
市
場
及
夜
市
，
清

代
則
為
水
道
，
可
通
基
隆
河

。

大
稻
垃
的
霞
海
城
隍
廟
，
是
成

豐
三
年
頂
下
郊
械
鬥
時
才
遷
建
的
，
它
的
方
位
也
對
著
淡
水
河

。

新
莊
古
街
約
三
山
國
王
廟
、
媽
祖
廟
及
武
聖
廟
等
亦
皆
朝
淡

水
河
，
其
廟
垃
即
與
碼
頭
之
石
階
相
通

。

三
峽
的
祖
師
廟
、
宰

樞
廟
亦
皆
朝
向
河
流

。

一

、
山
城
河
港
結
合
，
淡
水
歷
史
悠
久

淡
水
舊
稱
混J

尾
，

「
、混
」
其
實
那
是
指
攔
魚
的
籬
芭
，
而

「
尾
」
即
是
河
的
末
端
，
故
淡
水
就
是
指
淡
水
河
末
端
設
有
石

泛
之
處
。

早
期
泉
州
漁
民
以
此
為
漁
港
，
築
街
道
於
石

﹒

花
之
尾

成
肛
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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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肛
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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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因
為
其
港
口
稱
混
尾
港
，
所
以
其
街
道
又
稱
混
尾
街
，
清
初
港
口
在
八
里
盒
，
嘉
慶
初
年
，

因
水
患
毀
壞
後
而
遷
至
淡
水

。

但
日
人
因
為
混
尾
的
台
語
發
音

Z
C
l
r
與
日
本
神
戶
的
讀
音
容

易
造
成
相
混
，
所
以
之
後
就
改
稱
為
淡
水
，
在
日
治
昭
和
時
代
，
淡
水
就
曾
有
「
東
方
威
尼
斯

」
之
稱
。

淡
水
港
曾
經
是
台
灣
新
八
景
之
一
，
淡
水
河
上
方
為
觀
音
山
尾
部
，
當
年
有
日
人
稱
此
為

「
淡
水
富
士
」
'
也
許
那
是
因
為
日
人
思
鄉
心
切
之
故
吧
，
觀
音
山
原
稱
「
八
里
金
山

」
'
清

乾
隆
年
間
建
凌
雲
寺
於
此
，
因
所
供
之
佛
像
為
觀
音
，
所
以
又
稱
為
觀
音
山

。

淡
水
和
南
部
的

安
平
港
曾
是
台
灣
最
大
的
兩
個
貿
易
港
，
隨
著
河
口
泥
沙
的
淤
積
及
基
隆
港
的
興
起
，
淡
水
就

日
漸
失
去
昔
日
的
光
輝

。

歷
經
風
霜
百
餘
年

明
末
時
期
的
古
蹟
「
紅
毛
城
」
的
淡
水
是
北
縣
開
發
最
早
的
城
鎮
之
一
，
提
到
「
紅
毛
城

」
'
人
們
會
很
容
易
聯
想
到
荷
蘭
人
，
那
是
與
明
末
時
期
，
海
上
霸
權
國
家
向
外
擴
充
其
貿
易

有
關

。在
十
五
世
紀
時
期
，
西
班
牙
、
荷
蘭
、
葡
萄
牙
等
國
為
了
與
中
國
從
事
貿
易
，
所
以
紛
紛

到
中
國
附
近
的
地
區
尋
求
有
利
的
據
點

。



z 

西
班
牙
在
明
崇
禎
二
年
(
西
元
一
六
二
九

年
)
，
最
先
選
中
台
灣
的
基
隆
和
淡
水
，
於
是
在

此
分
別
建
築
了
聖
薩
爾
瓦
多
城
和
聖
明
高
域
，
後

者
就
是
現
在
我
們
所
謂
的
淡
水
紅
毛
城
。

然
而
在
十
三
年
後
，
荷
蘭
人
自
其
佔
領
的

南
部
往
北
部
擴
張
其
勢
力
，
攻
打
西
班
牙
，
強
占

西
班
牙
所
屬
的
淡
水
城
堡
，
成
了
紅
髮
荷
蘭
人
的

「
紅
毛
城
」
'
結
束
了
西
班
牙
在
台
灣
的
占
領
，

成
為
了
荷
蘭
人
的
天
下
。

在
這
三
百
多
年
間
，
紅
毛
城
看
盡
了
台
灣

歷
史
，
荷
蘭
人
、
占
據
台
灣
三
十
年
後
，
再
次
被
反

清
復
明
的
鄭
軍
取
而
代
之
，
成
為
明
，
鄭
的
基
地
。

而
在
清
康
熙
廿
二
年
，
施
垠
攻
台
成
功
，

次
年
將
台
灣
又
歸
納
清
廷
的
版
圖
中
，
紅
毛
城
延

﹒
沿
原
來
北
淡
線
火
車
道
興
建
的
淡
水
線
擅
運
，

使
得
淡
水
河
沿
岸
交
通
和
觀
光
的
效
益
增
加

。

改
h
p河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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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h
p月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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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其
再
度
易
主
的
命
運
，
成
為
清
廷
的
駐
守
地
。

直
到
成
豐
八
年
(
西
元
一
八
六
一
年
)
，
英
法
聯
軍
之
後
所
訂
立
的
天
津
條
約
，
開
放
淡

水
港
。
同
治
六
年
(
西
元
一
八
六
七
年
)
，
紅
毛
城
被
清
廷
當
成
犧
牲
品
，
割
讓
給
英
國
當
領

事
館
，
更
被
英
國
強
迫
訂
立
「
永
久
租
借
」

。

到
了
光
緒
廿
一
年
，
台
灣
異
主
，
西
元
一
九

O
九
年
，
英
國
跟
日
本
續
訂
「
紅
毛
城
」
續

約
，
一
直
到
台
灣
光
復
為
止
，
英
國
仍
舊
霸
佔
紅
毛
城
，
雖
然
民
國
卅
九
年
中
英
斷
交
，
英
國

也
只
是
將
大
使
館
的
業
務
轉
換
成
商
務
辦
事
處
，
無
意
將
紅
毛
城
歸
還
台
灣
，
直
到
民
國
六
十

九
年
才
撤
離
，
結
束
了
﹒
占
據
紅
毛
城

一
百
十
三
年
「
歷
史
」

。

淡
水
老
街
洋
味
濃

台
灣
在
清
初
時
期
，
其
政
經
中
心

一
直
都
是
在
南
部
，
但
清
廷
在
列
強
的
火
力
下
不
得
不

開
放
港
口
，
為
了
不
與
外
國
人
打
交
道
，
所
以
都
把
外
國
人
遷
至
北
部
，
因
此
使
得
大
批
閩
粵

移
民
陸
續
至
淡
水
港
口
周
遭
墾
荒
。

在
通
商
條
約
的
庇
護
下
，
淡
水
商
業
拜
此
良
好
的
環
境
而
發
展
起
來
，
但
漢
人
與
洋
人
也

因
為
這
些
條
約
，
其
所
居
住
的
聚
落
無
形
中
就
畫
了
一
道
天
塹
，
形
成
兩
種
不
同
風
情
的
住
宅

形
態
。



洋
行
大
都
分
布
靠
山
坡
的
油
車
口
至
公
館
之
間
，
沿
途
有
淡
水
洋
海
關
街
門
，
後
山
坡
是

英
國
租
借
為
領
事
館
的
紅
毛
城
，
過
了
淡
水
海
關
與
數
棟
泥
土
磚
造
的
簡
陋
土
角
厝
'
就
是
達

英
利
時
公
司
，
而
漢
人
則
多
群
居
在
平
地
，
雙
方
互
不
侵
犯
。

而
在
日
據
昭
和
四
年
(
西
元
一
九
二
九
年
)
，
在
台
灣
市
區
推
動
建
設
現
代
化
都
市
的
計

書
了
將
以
前
的
舊
街
道
及
無
排
水
口
系
統
的
水
溝
重
新
規
書
7

因
當
時
之
總
督
府
依
「
台
灣
家

屋
建
築
規
」
進
行
一
連
串
的
動
作
，
不
但
對
水
利
及
衛
生
重
新
規
書
了
而
且
又
對
房
屋
進
行
徵

收
拆
除
及
拓
寬
道
路
工
作
，
而
在
道
路
的
兩
旁
則
紛
紛
改
建
成
二
層
樓
紅
磚
昭
和
式
的
建
築
物

，
構
成
了
今
日
「
淡
水
老
街
」
的
主
軸
。

在
台
北
市
的
興
起
，
對
外
輸
出
性
質
及
淤
泥
天
然
的
因
素
，
洋
行
與
領
事
館
外
移
，
淡
水

稅
關
為
支
闕
，
而
在
光
緒
十
七
年
(
西
元
一
八
九
一
年
)
基
隆
與
台
北
問
鐵
路
通
車
，
就
可
發

現
淡
水
不
再
是
重
要
的
商
港
。

日
據
時
代
，
日
人
在
基
隆
另
築
台
灣
北
部
大
門
，
淡
水
港
轉
為
漁
港
及
避
難
港
，
失
去
了

昔
日
的
光
環
，
終
於
為
基
隆
港
所
取
代
。

改
h
恥
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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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b
p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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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一

、
文
明
萌
芽
根
源
，
新
莊
褪
盡
繁
華

隨
著
漢
移
民
日
漸
增
多
，
由
淡
水
河
口
進
入
溯
水
而
上
，

首
當
其
衝
的
新
莊
於
是
有
了
漢

人
聚
落
的
源
頭
，
因
為
一
個
上
天
的
意
外

，

更
使
得
新
莊
成
了
台
北
盆
地
發
展
史
的
第
一
站
，

一
六
九
四
年
(
康
熙
三
十
三
年
)
台
北
發
生
一
次
大
地

震

，
今
日
的
三
重
、
蘆
洲
一
帶
，
平
原

陷
落
形
成
湖
泊
，
於
是
古
台
北
湖
(
也
稱
康
熙
台
北
湖

)
粉
墨
登
場
為
這
個
河
流
文
明
發
展
史

的
舞
臺
演
出
另
一
個
高
潮

。

轄
區
變
遷
大
事
紀

由
於
新
莊
地
區
一
帶
地
處
淡
水
河
口
，
走
進
入
台

灣
的
第
一
個
運
輸
要
道
，
藉
水
利
之
便

漢
人
在
此
開
墾
不
論
是
官
辦
或
是
偷
渡
都
相
當
迅
速
，
於
是
此
區
在
永
曆
年
間
就
被
劃
入
清
朝

的
版
圈
，
一
七
二
三
年
(
雍
正
元
年
)
設
淡
水

廳
轄
屬
淡
水
堡
，
一

八
一
二
年

(
嘉
慶
十
七
年

)
改
隸
興
直
保
。

一
九
二
0
年
(
大
正
九
年

)
改
隸
台
北
州
並
易
名

「
新
莊
」
屬
新
莊
郡
新
莊

街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(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)
新
莊
街
改
新
莊
鎮
，
此
時
的
新
莊
鎮
包
括
現
在
的
新
莊

泰
山
在
內
，
一
九
五

0
年
(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
)
新
莊
、
泰
山
分
治

。

一
九
八
0
年

(
民
國
七
十

九
年
)
正
式
升
格
為
縣
轄
市
，
即
今
日
的
新
莊
市

。



台
北
大
湖
的
恩
賜

根
據
新
莊
市
志
記
載
，
台
北
湖
的
形
成
造
成
新
莊
港
取
代
淡
水
港
口
功
能
的
原
因
有
三

.. 

1

、
康
熙
台
北
湖
的
形
成
，
使
得
淡
水
港
在
進
入
關
渡
口
之
後
，
有
一
個
可
以
停
泊
大
船

的
內
港
，
新
莊
位
於
此
湖
的
東
側
，
地
處
凹
岸
故
有
港
埠
之
利

。

2

、
康
熙
台
北
湖
潮
流
，
受
到
地
形
和
溪
流
的
影
響
，
在
海
山
、
擺
接
(
大
漢
溪
)
間
轉

向
北
流
，
經
過
大
浪
乘
，
接
納
峰
仔
峙
溪
(
今
基
隆
河
)
的
水
，
轉
向
西
北
，
越
北
技
、
關
渡

出
海
。

新
莊
正
逢
潮
流
進
入
康
熙
台
北
湖
的
中
點
，
港
深
水
悶

。

大
量
農
、
商
人
口
於
是
聚
集

，
又
新
莊
平
原
所
出
的
豐
富
物
產
自
然
吸
引
許
多
來
自
不
同
地
方
的
移
民
和
大
量
的
船
拙

。

3

、
乾
隆
時
期
，
鹹
水
退
出
康
熙
台
北
湖
，
湖
水
以
關
渡
為
界
，
外
為
鹹
水
，
內
為
淡
水

。

往
來
內
陸
、
淡
水
八
里
金
的
大
帆
船
，
因
關
渡
口
外
停
泊
卸
貨
，
常
為
鹹
質
海
水
中
的
牡
蠣

、
海
藻
等
海
中
生
物
附
著
船
底
危
害
船
身
，
所
以
多
沿
淡
水
河
上
溯
到
較
上
游
的
淡
水
水
質
港

口
新
莊
'
新
莊
的
海
港
性
格
因
此
更
為
明
顯

。

原
來
物
產
豐
饒
的
新
莊
平
原
加
上
港
口
的
交
通
運
輸
便
利
，
新
莊
在
八
里
全
日
漸
沒
落
，

又
經
風
雨
毀
壞
了
原
來
的
八
里
全
巡
檢
署
之
後
，
起
而
代
之
，
於
是
新
莊
巡
檢
的
正
式
設
立
使

新
莊
躍
升
淡
北
的
行
政
中
心
，
更
在
一
七
八
九
年
(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
)
改
置
新
莊
縣
丞

。

一
次

成
肛
門
之
歌

15 



改
b
p門
之
歌

16 

次
人
類
最
恐
懼
的
天
然
災
害
大
肆
破
壞
的
結
果
，
反
而
成
就
了
新
莊
的
發
展
，
看
來
老
天
爺
對

新
莊
的
提
拔
可
以
說
是
不
遺
餘
力
了

。

荒
地
因
河
成
良
田

新
莊
農
業
的
發
展
，
要
歸
功
於
河
川
水
利
建
設

。

十
七
世
紀
中
國
間
粵
移
民
來
台
開
墾
，

自
給
自
足
的
農
耕
生
活
受
到
挑
戰
，
於
是
開
始
有
地
主
利
用
河
流
之
便
，
小
規
模
的
問
鑿
灌
溉

溝
渠
，
直
到
劉
厝
圳
、
張
厝
圳
的
開
鑿
，
新
莊
農
業
的
發
展
始
邁
入
蓬
勃

。

劉
厝
圳
又
稱
萬
安
大
圳
，
一
七
五
九
年
(
乾
隆
二
十
四
年
)
八
月
，
擺
接
溪
(
今
大
漢
溪

)
洪
水
成
災
，
當
時
業
主
劉
承
鑽
趁
此
之
便
將
沖
崩
的
田
地
買
下
開
鑿
水
圳
，
其
中
所
灌
溉
的

區
域
包
括
了
中
港
厝
、
頭
重
埔
(
今
新
莊
市
頭
前
一
帶
)
、
二
重
埔
(
今
三
重
市
西
南
倒
)

加
里
珍
(
今
五
股
一
帶
)
，
可
供
一
千
三
百
甲
的
田
地
用
水

。

、

張
士
箱
家
族
原
在
雲
林
開
墾
'
後
將
開
墾
累
積
的
資
本
轉
至
台
北
盆
地
開
發
，
在
張
士
箱

家
族
取
得
了
興
宜
、
海
山
兩
庄
的
經
營
權
之
後
開
始
鑿
渠
，
並
取
名
為
張
厝
圳
，
一
七
七
七
年

(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)
張
厝
圳
完
成
，
同
樣
引
用
擺
接
溪
的
水
源
灌
溉
二
重
埔
、
三
重
埔
及
南
新

莊
地
區
，
當
時
屬
擺
接
堡
的
西
盛
、
臼
仔
林
，
興
直
堡
的
新
莊
、
頭
重
、
二
重
、
三
重
埔
共
六

百
餘
甲
的
水
田

。



大
規
模
的
水
利
興
建
之
後
，
新
莊
農
業
大
興
，
成
為
清
朝
時
期
台
灣
最
重
要
的
稻
米
產
地

之
一
，
根
據
相
關
史
料
推
測
，
當
時
每
年
從
台
灣
運
送
至
大
陸
沿
海
販
售
的
稻
米
已
達
二
十
萬

石
以
上
，

《
台
陽
見
聞
錄

》
中
曾
提
及
「
自
楠
仔
坑
至
大
湖

...... 

周
圍
平
曠
，
可
二
、
三
十

里
，
比
之
淡
屬
之
內
港
新
莊
、
彰
屬
之
內
山
大
洋
，
則
所
出
穀
不
相
上
下
，
惟
少
一
溪
流
以
為

灌
溉
'
故
前
此
八
載
，
遭
旱
歲
無
粒
收
」
'
由
此
可
知
，
水
利
興
建
之
後
，
新
莊
平
原
的
農
作

物
收
成
與
高
屏
平
原
是
不
分
軒
輕
的

。

至
此
人
口
大
量
匯
集
新
莊
除
了
開
墾
農
地
之
外
，
更
有

往
來
台
灣
大
陸
兩
地
從
事
貿
易
活
動
的
商
賈
、
從
事
民
生
必
需
品
買
賣
的
市
井
店
鋪
和
街
販
，

閩
粵
移
民
在
此
落
地
生
根
形
成
聚
落
，
北
台
灣
文
明
亦
因
大
漢
溪
與
淡
水
河
之
故
，
在
新
莊
嶄

露
頭
角

。

一
府
二
鹿
三
新
莊

新
莊
平
原
的
開
墾
者
在
拓
荒
務
農
收
成
之
後
，
儲
存
所
獲
，
回
到
津
州
、
泉
州
等
地
購
買

大
船
(
當
時
稱
社
船
)
，
在
九
月
至
十
二
月
風
勢
較
宜
船
隻
航
行
的
時
候
駛
回
新
莊
'
於
是
這

些
問
墾
者
由
農
兼
商
，
從
事
海
外
貿
易
往
來
兩
地
，
由
廈
門
等
地
購
買
布
，
吊
、
煙
、
茶
之
類
的

日
常
用
品
以
及
建
築
材
料
帶
回
﹒
新
莊
販
賣
，
藉
著
新
莊
四
通
八
達
的
水
運
交
通
，
更
將
這
些
商

品
賣
至
台
北
盆
地
的
其
他
地
方
，
再
由
新
莊
運
米
至
大
陸
沿
海
，
供
應
所
缺
的
糧
食

。

乾
隆
年

間
新
莊
慈
祐
宮
內
所
立

《
慈
祐
宮
渡
稅
店
租
額
牌

》
中
的
碑
文
記
載
，
乾
隆
年
間
與
新
莊
有
船

改
肛
門
之
歌

17 



改
泓
河
之
歌

18 

運
往
來
的
地
方
如
下

.. 

擺
接
上
渡
(
由
大
漢
溪
上
渡
可
至
今
鶯
歌
、
三
峽
)
、
擺
接
下
渡
(
往

淡
水
)
、
牛
埔
渡
(
石
牌
)
、
大
加
臘
渡
(
雙
園
)
、
奇
母
子
渡
(
大
稻
垃
)
、
大
坪
林
渡
(

新
店
)
、
秀
朗
渡
(
水
和
)
、
溪
仔
口
高
江
度
(
景
美
)

。

這
些
航
線
以
新
莊
港
為
中
心
形
成

一
個
重
要
的
商
業
網
路
，
想
像
著
除
了
固
定
往
來
兩
岸
的
大
型
社
船
之
外
，
加
上
一
艘
艘
運
送

各
式
貨
品
到
台
北
盆
地
各
處
的
中
小
型
船
隻
'
千
帆
尚
不
足
以
形
容
其
盛
況
，
於
是
「
市
肆
聚

千
家
煙
火
」
的
新
莊
街
在
上
天
賜
水
的
先
天
優
勢
下
，
隨
著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各
因
素
的
匯

集
，
成
為
當
時
僅
次
台
南
府
、
鹿
港
位
居
全
島
第
三
的
繁
榮
街
市

。

千
帆
過
盡
車
馬
稀

縱
使
大
自
然
擁
有
豐
厚
資
源
，
也
不
是
永
無
止
盡
的
。
有
限
的
土
地
、
有
限
的
水
資
源
，

配
合
著
不
斷
進
入
的
居
民
們
揮
汗
如
雨
的
播
種
採
收
後
，
新
莊
的
農
業
經
濟
發
展
終
於
到
達
了

飽
和
狀
態
，
於
是
開
始
有
商
業
漸
趨
沒
落
的
情
況
發
生
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更
大
的
影
響
來
自
於
台

北
湖
的
淤
積
，
大
漢
溪
沿
岸
因
土
石
結
構
和
地
形
的
關
係
'
很
容
易
崩
潰
，
加
上
沖
刷
而
下
的

泥
沙
石
碟
淤
積
以
每
年
二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的
速
度
進
行
著
，
所
以
從
一
六
九
四
年
(
康
熙
三
十

三
年
)
台
北
湖
形
成
到
一
七
九
四
年
(
乾
隆
六
十
年
)
的
一
百
年
間
，
大
湖
淤
成
大
河
，
盛
極

一
時
千
帆
停
泊
的
台
北
湖
，
也
就
轉
而
成
為
今
日
候
鳥
休
憩
的
淡
水
河
了

。

大
河
雖
能
維
持
中
型
船
隻
的
進
入
，
但
河
流
沖
刷
河
岸
，
泥
沙
堆
積
河
中
形
成
沙
洲
，
加



上
豪
雨
山
洪
總
不
定
時
的
搬
移
著
這
些
行
船
阻
礙
，
板
橋
、
三
重
之
間
的
情
況
尤
甚
，
因
為
同

時
受
到
大
漢
溪
與
括
所
溪
(
今
新
店
溪
)
急
流
的
影
響
，
游
移
不
定
的
航
道
使
得
船
隻
進
入
困

難
，
這
樣
的
情
形
下
船
拍
不
得
不
改
往
他
處
停
靠
，
於
是
商
賈
、
地
主
決
定
轉
戰
艇
的
咐
，
新
莊

的
近
百
年
的
風
光
到
這
兒
算
是
告
一
段
落

。

--
一

、
茶
葉
出
口
小
城
，
大
稻
垃
歷
滄
桑

大
稻
垃
名
稱
的
由
來
是
，
先
氏
為
了
晒
穀
稻
，
在
此
設
「
大
垃
」
平
時
用
來
晒
稻
穀
'
早

上
則
為
農
產
品
的
交
易
場
所

。

大
稻
垃
的
範
圍
包
括

.. 

台
北
市
的
建
成
區
、
延
平
區
全
部
、
大
同
區
西
南
角
一
部
分
及
城

中
區
北
門
里

。

大
稻
垃
從
一
八
九
六
年
之
前
的
「
軀
卿
附
近
的
小
村
莊
」

成
三
萬
人
小
城
市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茶
葉
的
出
口

。

，
經
過
淡
水
的
問
港
，
一
躍
而

烏
龍
茶
是
台
灣
最
早
出
產
的
茶
種

。

一
八
六
六
年
時
，
英
人
杜
德
(
』

O
E
r
E
)

由
泉

州
府
安
溪
縣
輸
入
茶
苗
，
貸
款
給
農
戶
，
鼓
勵
他
們
栽
培
生
產
並
且
收
買
茶
葉
;
續
培
製
精
茶

，
嘗
試
銷
往
澳
門
，
受
到
外
籍
人
士
歡
迎

。

由
此
成
為
台
灣
精
製
茶
的
起
點
，
台
灣
茶
業
的
出

口
方
式
，
是
先
賣
予
廈
門
貿
易
商
再
輾
轉
輸
入
歐
美
，
當
時
杜
德
以
二
躺
帆
船
，
輸
往
北
美
紐

決
心
P
門
之
歌

19 



上
豪
雨
山
洪
總
不
定
時
的
搬
移
著
這
些
行
船
阻
礙
，
板
橋
、
三
重
之
間
的
情
況
尤
甚
，
因
為
同

時
受
到
大
漢
溪
與
括
所
溪
(
今
新
店
溪
)
急
流
的
影
響
，
游
移
不
定
的
航
道
使
得
船
隻
進
入
困

難
，
這
樣
的
情
形
下
船
拍
不
得
不
改
往
他
處
停
靠
，
於
是
商
賈
、
地
主
決
定
轉
戰
艇
的
咐
，
新
莊

的
近
百
年
的
風
光
到
這
兒
算
是
告
一
段
落

。

--
一

、
茶
葉
出
口
小
城
，
大
稻
垃
歷
滄
桑

大
稻
垃
名
稱
的
由
來
是
，
先
氏
為
了
晒
穀
稻
，
在
此
設
「
大
垃
」
平
時
用
來
晒
稻
穀
'
早

上
則
為
農
產
品
的
交
易
場
所

。

大
稻
垃
的
範
圍
包
括

.. 

台
北
市
的
建
成
區
、
延
平
區
全
部
、
大
同
區
西
南
角
一
部
分
及
城

中
區
北
門
里

。

大
稻
垃
從
一
八
九
六
年
之
前
的
「
軀
卿
附
近
的
小
村
莊
」

成
三
萬
人
小
城
市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茶
葉
的
出
口

。

，
經
過
淡
水
的
問
港
，
一
躍
而

烏
龍
茶
是
台
灣
最
早
出
產
的
茶
種

。

一
八
六
六
年
時
，
英
人
杜
德
(
』

O
E
r
E
)

由
泉

州
府
安
溪
縣
輸
入
茶
苗
，
貸
款
給
農
戶
，
鼓
勵
他
們
栽
培
生
產
並
且
收
買
茶
葉
;
續
培
製
精
茶

，
嘗
試
銷
往
澳
門
，
受
到
外
籍
人
士
歡
迎

。

由
此
成
為
台
灣
精
製
茶
的
起
點
，
台
灣
茶
業
的
出

口
方
式
，
是
先
賣
予
廈
門
貿
易
商
再
輾
轉
輸
入
歐
美
，
當
時
杜
德
以
二
躺
帆
船
，
輸
往
北
美
紐

決
心
P
門
之
歌

19 



成
心
P
月
之
歌

20 

約
是
台
灣
第
一
次
直
接
外
銷
的
起
始

。

一
直
到
劉
銘
傳
治
台
期
間
，
大
稻
挂
的
製
茶
廠
已
多
達
六
十
家
，
為
杜
絕
茶
商
削
價
競
爭

，
大
稻
垃
茶
商
們
在
劉
銘
傳
命
令
下
創
立
了
「
茶
郊
永
和
興
」
'
好
比
是
今
日
的
同
業
公
會
，

同
時
也
是
大
稻
垃
茶
業
的
黃
金
時
期

。

日
據
時
期
則
將
永
和
興
茶
郊
改
為

「
台
北
市
茶
業
公
會

」
。
整
個
大
稻
垃
也
至
此
開
啟
了
「
茶
市
文
化
」

。

自
一
八
六
九
年
英
商
杜
德
在
大
稻
垃
設
立
製
茶
據
點
後
，
相
關
製
茶
賣
茶
的
發
展
帶
動
了

大
稻
垃
的
繁
榮

。

因
為
茶
葉
的
興
盛
，
北
部
五
家
洋
行
包
括
德
記
、
和
記
、
寶
順
、
怡
記
及
水

陸
都
插
手
茶
葉
的
經
營
，
除
此
以
外
，
本
地
的
板
橋
林
家
及
買
辨
出
生
的
李
春
生
都
是
其
中
的

佼
佼
者
。

晚
清
至
民
初
的
全
盛
時
期
責
德
街
有
六
十
幾
家
茶
行
，
但
隨
者
淡
水
河
淤
塞
，
貴
德

街
才
漸
漸
沒
落
。

迪
化
街
是
現
今
最
能
代
表
昔
日
大
稻
垃
風
貌
的
街
道

。

這
裡
集
中
了
許
多
老
行
業
，
包
括

:
布
莊
、
中
藥
行
、
農
產
用
品
及
金
紙
業
，
並
保
有
傳
統
的
經
苦
型
態

。

此
外
，
大
稻
垃
三
大

廟
亦
和
百
年
來
的
民
眾
生
活
息
息
相
關
，
霞
海
城
隍
廟
、
慈
聖
宮
、
法
王
宮
不
僅
安
定
，
拼
手
抵

足
的
先
氏
的
心
，
更
象
徵
了
台
灣
北
部
發
展
的
生
活
面
貌
的
延
續

。

迪
化
街
分
為
南
街
、
中
街
及
北
街

。

南
街
是
霞
海
城
隍
廟
附
近
，
這
裡
以
布
行
為
集
中
之

地
，
建
築
樣
式
有
仿
巴
洛
克
現
代
主
義
及
洋
樓
式
;
中
街
是
南
北
貨
集
散
地
，
許
多
高
聳
華
鹿



的
建
築
出
現
於
此
，
這
里
的
巴
洛
克
與
現
代
主
義
的
風
格
建
築
都
可
說
是
當
年
經
典
之
作
;
北

街
則
是
老
行
業
的
總
匯
，
這
里
的
建
築
有
完
整
的
閩
南
建
築
風
格
外
觀
，
有

「
亭
仔
腳
」
瓦
片

組
成
的
斜
斜
的
屋
頂
，
極
為
古
樸

。

一
個
城
市
的
歷
史
會
反
映
在
建
築
風
格
上
，
大
稻
程
的
滄

桑
歲
月
伴
著
河
水
靜
靜
地
流
著

。

四

告
別
群
舟
雲
集
，
蜢
御
風
情
已
老

「
一
府
二
鹿
三
位
所

」
是
大
家
耳
熟
能
詳
的
俗
諺
'
同
時
也
說
明
當
年
的
萬
華
是
台
灣
的

商
業
中
心
，
但
昔
日
的
風
光
而
今
祇
能
見
到
凌
亂
的
街
道
、
斑
駁
失
修
的
建
築

。

原
名
蕃
諸
市

街
的
貴
陽
街
就
有
許
多
古
宅
，
它
是
蜢
卿
最
早
的
街
也
是
台
北
最
老
的
街
，
那
是
因
為
有
靠
近

淡
水
河
演
地
利
之
便

。

蜢
卿
一
名
的
由
來
是
因
平
埔
族
獨
木
舟
和
獨
木
舟
聚
集
的
地
方
為
「
蜢

卿
」
，
原
住
民
語
「
置
。
戶
口
管
丘
，
當
時
他
們
除
了
射
魚
維
生
外
，
並
以
獨
木
舟
載
運
所
產
的
蕃

譜
、
苦
茗
順
淡
水
河
而
上
，
和
漢
人
進
行
物
物
交
易
，
淡
水
河
演
群
舟
埔
集
，
如
此
景
象
成
為

「
軀
的
研
」
地
名
的
由
來。

由
於
新
莊
的
發
展
，
使
蜢
辦
成
為
潛
力
雄
厚
的
新
生
地
，
加
上
移
民
增
加
與
墾
務
進
展
，

蜢
師
們
便
後
來
居
上
。

這
是
因
大
揖
炭
溪
的
河
床
日
漸
淤
塞
，
使
新
莊
沿
岸
船
隻
停
泊
不
便
，
轉

向
出
入
蜢
師
們
渡
頭
。

改
泓
河
之
歌

21 



學
布寺?已

干主唔寧可
的
建
築
出
現
於
此
，
這
里
的
巴
洛
克
與
現
代
主
義
的
風
格
建
築
都
可
說
是
當
年
經
典
之
作
;
北

街
則
是
老
行
業
的
總
匯
，
這
里
的
建
築
有
完
整
的
閩
南
建
築
風
格
外
觀
，
有

「
亭
仔
腳
」
瓦
片

組
成
的
斜
斜
的
屋
頂
，
極
為
古
樸

o

一
個
城
市
的
歷
史
會
反
映
在
建
築
風
格
上
，
大
稻
程
的
滄

桑
歲
月
伴
著
河
水
靜
靜
地
流
著

。

四

告
別
群
舟
雲
集
，
蜢
卿
風
情
已
老

「
一
府
二
鹿
三
摳
，
研
」
是
大
家
耳
熟
能
詳
的
俗
諺
，
同
時
也
說
明
當
年
的
萬
華
是
台
灣
的

商
業
中
心
，
但
昔
日
的
風
光
而
今
祇
能
見
到
凌
亂
的
街
道
、
斑
駁
失
修
的
建
築

。

原
名
蕃
譜
、
市

街
的
貴
陽
街
就
有
許
多
古
宅
，
它
是
糙
的
所
最
早
的
街
也
是
台
北
最
老
的
街
，
那
是
因
為
有
靠
近

淡
水
河
演
地
利
之
便

。

般
的
昕
一
名
的
由
來
是
因
平
埔
族
獨
木
舟
和
獨
木
舟
聚
集
的
地
方
為

「
蜢

卿
」
，
原
住
氏
語

「嵩O
Z
口
悅
。
丘
，
當
時
他
們
除
了
射
魚
維
生
外
，
並
以
獨
木
舟
載
運
所
產
的
蕃

譜
、
苦
茗
順
淡
水
河
而
上
，
和
漢
人
進
行
物
物
交
易
，
淡
水
河
清
、
群
舟
蜻
集
，
如
此
景
象
成
為

「
摳
，
所
」
地
名
的
由
來。

由
於
新
莊
的
發
展
，
使
猛
，
研
成
為
潛
力
雄
厚
的
新
生
地
，
加
上
移
民
增
加
與
墾
務
進
展
，

艘
，
肝
便
後
來
居
上
。

這
是
因
大
科
炭
溪
的
河
床
日
漸
淤

i

塞
，
使
新
莊
沿
岸
船
隻
停
泊
不
便
，
轉

向
出
入
艘
，
研
渡
頭
。

改
b
p門
之
歇

21 



改
力
P
月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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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六
0
年
，
淡
水
堡
坊
中
，
轄
有
古
亭
、
猛
卿
渡
街
內
之
十
四
莊
這
里
始
見
「
摳
，
柳
庄

」
之
名
。
到
一
七
九
二
年
，
八
里
全
開
港
，
泉
州
、
廈
門
來
此
貿
易
，
溯
河
而
行
來
到
般
卿
，

讓
小
小
的
渡
口
成
為
大
商
港

。

到
一
八
O
八
年
，
新
莊
縣
丞
移
遷
摳
，
阱
，
改
稱
摳
，
辦
縣
丞
，
到

了
道
光
初
年
，
郊
商
發
達
，
始
有
「
一
府
二
、
鹿
三
摳
，
肝
」
之
稱
，
一
八
七
五
年
創
立
台
北
府
時

，
曾
建
議
將
府
治
設
立
在
摳
，
肝
，
繁
榮
的
重
要
性
可
見
一
斑

。

一
九
二
0
年
，
日
本
人
改
制
行
政
區
域
，
將
台
北
廳
原
本
主
轄
的
猛
，
肝
、
大
稻
垃
、
大
龍

崎
三
區
，
改
設
台
北
市
，
隸
屬
台
北
州
，
摳
，
辦
一
名
才
正
式
廢
除
，
之
後
日
人
將
雄
所
改
稱
萬

扑
章
。嘉

慶
、
道
光
、
成
豐
年
間
郊
行
的
黃
金
時
代
是
締
造
摳
，
辦
鼎
盛
商
業
的
主
力

。

郊
行
類
似

今
天
的
商
業
公
會
，
在
當
時
交
通
以
水
運
為
主
的
時
代
，
蜓
的
們
位
處
大
漢
溪
和
新
店
溪
交
會
的

淡
水
河
、
潰
，
地
理
位
置
優
越
，
因
此
起
卸
貨
物
的
碼
頭
成
為
郊
商
的
命
脈
，
各
家
勢
力
競
相
角

逐
，
因
為
爭
奪
地
盤
的
利
益
，
而
有
激
烈
的
械
門

。

摳
，
卿
在
過
去
曾
有
三
大
碼
頭
，
指
的
是
現
今
二
號
水
門
外
的
王
公
宮
口
，
還
有
一
號
水
門

外
的
大
溪
口
，
三
號
水
門
附
近
的
、
泥
尾
渡
口

。

原
本
在
艦
，
研
西
畔
淡
水
河
會
流
的
新
店
溪
和
大

山
科
炭
溪
，
因
為
洪
水
沖
刷
，
港
勢
變
遷
，
合
流
點
因
而
轉
到
大
稻
垃
按
合
新
店
溪

o

同
時
日
據

初
期
貨
物
轉
運
，
改
在
火
車
運
到
火
車
站
(
今
鄭
州
路
省
立
台
北
醫
院
)
，
艦
，
所
以
往
的
重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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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輸
位
置
也
日
漸
式
微

。

隨
著
河
岸
逐
漸
淤
積
，
商
業
貿
易
被
後
來
興
起
的
大
稻
垃
取
代
，
糙

的
卅
日
漸
沉
寂
。

五
、
原
住
氏
建
家
園
，
烏
來
延
續
命
脈

烏
來
是
台
北
縣
最
大
的
鄉
鎮
，
也
是
目
前
北
縣
唯
一
的
原
住
民
聚
落
區

。

地
處
新
店
溪
上

游
南
勢
溪
流
域
，
境
內
高
山
溪
谷
交
錯
，
更
有
蒼
鬱
森
林
與
飛
鳥
相
伴

。

泰
雅
溫
泉
叫
烏
來

烏
來
的
名
字
是
從
泰
雅
語
(
已
5

日
)
音
譯
發
展
而
來
，
代
表
溫
泉
的
意
思

。

這
個
名
字
原

來
是
新
店
溪
流
域
發
展
的
泰
雅
族
眾
多
部
落
中
的
一
支
，
漢
人
由
平
地
進
入
山
區
開
墾
'
為
方

便
稱
呼
與
管
理
，
將
泰
雅
族
的
部
落
以

「
社
」
名
區
分
，
(
戶
可
丘
)
社
即
為
當
時
在
烏
來
地
區

的
一
個
泰
雅
聚
落
，
於
是
這
個
名
字
藉
著
口
語
傳
承
到
後
來
用
文
字
記
錄
的
轉
換
成
為
今
天
我

們
所
知
道
的
「
烏
來

」
。

世
界
賞
烏
新
天
堂

就
地
理
上
來
看
，
烏
來
位
在
台
北
盆
地
的
東
南
邊
外
圍
山
區
，
接
近
中
央
山
脈
有
著
中
、

高
海
拔
的
山
嶺
，
配
合
地
處
亞
熱
帶
的
溫
暖
氣
候
，
森
林
樹
種
因
此
豐
富
多
樣
，
於
是
山
間
有

次
﹒
泓
丹
、
之
歌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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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輸
位
置
也
日
漸
式
微

。

隨
著
河
岸
逐
漸
淤
積
，
商
業
貿
易
被
後
來
興
起
的
大
稻
垃
取
代
，
糙

的
卅
日
漸
沉
寂
。

五
、
原
住
氏
建
家
園
，
烏
來
延
續
命
脈

烏
來
是
台
北
縣
最
大
的
鄉
鎮
，
也
是
目
前
北
縣
唯
一
的
原
住
民
聚
落
區

。

地
處
新
店
溪
上

游
南
勢
溪
流
域
，
境
內
高
山
溪
谷
交
錯
，
更
有
蒼
鬱
森
林
與
飛
鳥
相
伴

。

泰
雅
溫
泉
叫
烏
來

烏
來
的
名
字
是
從
泰
雅
語
(
已
5

日
)
音
譯
發
展
而
來
，
代
表
溫
泉
的
意
思

。

這
個
名
字
原

來
是
新
店
溪
流
域
發
展
的
泰
雅
族
眾
多
部
落
中
的
一
支
，
漢
人
由
平
地
進
入
山
區
開
墾
'
為
方

便
稱
呼
與
管
理
，
將
泰
雅
族
的
部
落
以

「
社
」
名
區
分
，
(
戶
可
丘
)
社
即
為
當
時
在
烏
來
地
區

的
一
個
泰
雅
聚
落
，
於
是
這
個
名
字
藉
著
口
語
傳
承
到
後
來
用
文
字
記
錄
的
轉
換
成
為
今
天
我

們
所
知
道
的
「
烏
來

」
。

世
界
賞
烏
新
天
堂

就
地
理
上
來
看
，
烏
來
位
在
台
北
盆
地
的
東
南
邊
外
圍
山
區
，
接
近
中
央
山
脈
有
著
中
、

高
海
拔
的
山
嶺
，
配
合
地
處
亞
熱
帶
的
溫
暖
氣
候
，
森
林
樹
種
因
此
豐
富
多
樣
，
於
是
山
間
有

次
﹒
泓
丹
、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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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1

日
雷
拉

-

7

輛
靜

，
「
仆-
1
1
.叫
什
完
闊
別
問
叮
叮
如
鞠
織
糊
糊

r

淡
b
p河
之
歌
"
的

著
盤
旋
覓
食
的
鷹
，
林
間
有
著
來
比
過
冬
避
寒
的
林
鳥
，
其
中
台
灣
特
有
的
台
灣
藍
鵲
便
是
以

此
為
家
;
再
者
，
地
處
南
勢
溪
、
桶
後
溪
匯
流
，
為
淡
水
河
與
新
店
溪
的
集
水
區
，
溪
洞
鳥
類

便
出
沒
在
這
個
地
帶
，
他
們
有
的
以
游
魚
為
食
，
有
的
捉
溪
哥
充
飢
，
或
是
輕
盈
地
跳
躍
在
河

畔
石
頭
悶
，
或
者
迅
速
低
空
掠
過
溪
面

。

這
麼
樣
一
個
令
人
讚
嘆
的
自
然
景
觀
，
更
讓
烏
來
有

機
會
擠
，
身
世
界
舞
臺
'
成
為
代
表
台
灣
的
重
要
觀
光
景
點
，
更
是
國
際
賞
烏
人
的
最
愛
。

新
店
溪
由
源
於
烏
來
拳
頭
山
的
南
勢
溪
與
源
於
宜
蘭
縣
坪
林
的
北
勢
溪
匯
流
而
成
，
自
台

北
盆
地
東
南
邊
山
區
城
蜓
北
行
，
在
今
景
美
地
區
匯
入
源
自
雪
山
山
脈
的
景
美
溪
，
通
過
大
台

北
地
區
至
淡
水
河
入
海

。

在
新
莊
沒
落
後
，
妞
，
肝
、
大
稻
坦
起
而
代
之
，
當
時
淡
水
河
、
新
店

溪
右
岸
的
大
加
納
堡
正
當
開
墾
盛
期
，
溯
新
店
溪
而
上
尋
找
墾
地
、
交
換
物
品
之
際
，
漢
開
墾

戶
也
為
當
時
散
居
平
地
的
平
埔
族
部
落
及
行
獵
山
區
的
泰
雅
族
部
落
傷
透
腦
筋
，
就
在
街
突
協

調
互
利
退
讓
的
一
步
步
過
程
中
，
開
墾
路
途
漸
趨
和
平
，
卻
也
在
這
平
靜
中
，
原
住
民
除
了
僅

剩
的
血
統
差
異
之
外
，
先
祖
流
傳
的
文
化
風
貌
也
已
消
逝
於
無
形

。

不
論
是
烏
來
的
泰
雅
族
亦
或
來
此
間
墾
的
漢
移
民
，
為
了
延
續
族
群
的
命
脈
都
是
隨
著
溪

流
尋
找
、
家
園
的
，
新
店
、
景
美
二
溪
的
豐
沛
水
源
吸
引
了
視
水
如
珍
寶
的
人
類
，
因
著
河
水
的

滋
養
創
造
了
豐
富
的
人
文
風
貌
，
更
為
日
後
的
歷
史
紀
錄
增
添
幾
筆
興
衰
更
迷
的
故
事
。



、
漢
人
最
早
開
發
，

景
美
地
利
物
豐

景
美
是
現
在
的
台
北
市
文
山
區
所
在
的

區
域
中
最
早
為
漢
人
所
開
發
的
地
方

。

其
西

南
兩
面
分
別
臨
新
店
與
景
美
二
溪
，
可
謂
享

盡
水
源
之
便
，
此
外
北
側
原
是
較
早
開
發
的

大
加
納
堡
，
開
墾
的
漢
移
民
沿
新
店
溪
上
溯

至
此
，
發
現
肥
泛
的
平
原
與
林
地
礦
產
，
同

時
擁
有
地
理
位
置
之
便
與
資
源
豐
富
之
利
，

於
是
不
斷
來
台
尋
找
耕
地
的
開
墾
戶
自
北
漸

往
南
移
，
以
景
美
作
為
文
山
區
的
第
一
站

。

抗
尾
轉
音
成
景
美

約
一
七
三
六
年
(
乾
隆
元
年
)
左
右
，

新
店
溪
水
位
暴
漲
華
中

河
潰
公
圍
有
如
汽
車
墳
場

。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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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大
加
蝸
開
墾
的
漢
人
漸
覺
水
源
不
足
，
原
有
的
圳
水
不
夠
分
配
，
向
北

尋
找
水
源
之
際
來
到

景
美
，
發
現
此
處
二
溪
水
源
豐
沛
，
對
於
視
水
如
至
寶
的
墾
戶
來
說
，
自
然
是
馬
上
進
行
灌
溉

工
程
的
建
造
，
於
是
自
新
店
、
景
美
-
一
溪
引
水
建
立
霧
裡
圳
及

現
公
圳
以
供
灌
溉
，
其
中

均
公

圳
引
新
店
溪
青
潭
湖
水

。

為
了
使
灌
溉
水
向
北
跨
過
景
美
溪
，
於
是
在
溪
流
之
上
架
設
木
製
水

槽
，
主
要
是
以
木
樁
和
木
板
構
成
，
並
在
槽
中
塗
上
一
層
油
灰
，
用
以
導
引
水
流
使
灌
溉
水
順

利
注
入
北
面
的
開
墾
地
，
此
一
導
水
設
備
稱
為
挽
'
根
據
後
來
日
本
人
的
記
載
，
挽
長
約
九
十

公
尺
，
寬
約
兩
公
尺
，
規
模
相
當
大
，
靠
景
美
這
一
頭
稱
做
視
尾
，
相
對
於
另
一
邊
的
挽
頭
，

閩
南
話
口
音
視
與
景
接
近
，
於
是
有
景
尾
之
稱
出
現
，
後
因
景
尾
意
義
不
佳
之
故
，
在
一
九
五

0
年
(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)
景
尾
獨
立
成
鎮
之
際
，
地
方
名
望
林
佛
國
建
議
更
名
「
景
美

」
沿
用

至
A
7。

河
港
起
落
定
興
衰

一
七
二
九
年
(
雍
正
七
年
)
，
粵
人
有
廖
、
簡
、
岳
三
姓
家
族
率
眾
開
墾
現
蟾
蜍
山
地
帶

，
建
立
林
口
莊
(
現
公
館
一
帶
)
，
一
七
三
六
年
(
乾
隆
元
年
)
泉
州
移
民
由
北
移
至
文
山
地

區
，
在
此
地
和
粵
人
發
生
械
門
，
粵
人
走
避
;
於
是
泉
州
人
在
此
建
立
公
館
莊

(
現
師
大
分
部

)
。

雖
然
文
獻
記
載
公
館
及
師
大
分
部
一
帶
走
景
美
最
早
的
開
發
地
點
，
但
是
形
成
街
市
要
從

「
溪
仔
口
」
開
始
。



溪
仔
口
得
此
名
是
因
位
於
新
店
溪
與
景
美
溪
的
交

會
之
處
而
來
，
當
時
溪
仔
口
因
河
運
發
達
的
關
係
'
成

為
文
山
區
的
重
要
港
口
，
根
據
景
美
者
老
的
說
法
，
清

代
駛
入
的
商
船
載
運
來
自
大
陸
的
木
材
、
石
頭
、
唐
山

磚
等
建
築
材
料
，
由
這
些
貨
物
龐
大
的
體
積
推
測
載
運

船
隻
屬
中
大
型
商
船
，
港
問
水
深
可
見
一
般
，
再
加
上

當
時
深
坑
、
石
旋
所
產
的
大
青
及
茶
葉
，
士
林
、
極
僻

的
日
常
生
活
用
品
，
甚
至
烏
來
地
區
泰
雅
族
氏
的
鹿
兌

肉
類
，
皆
可
藉
著
新
店
溪
與
景
美
溪
的
水
運
之
便
到
此

販
售
交
換
，
染
坊
、
豬
肉
攤
、
雜
貨
鋪
、
囉
米
廠
紛
紛

在
此
聚
集
形
成
街
市
，
商
業
鼎
盛
的
繁
榮
景
況
仍
是
景

美
者
老
記
憶
中
的
驕
傲
，
但
在
清
光
緒
末
，
由
於
泥
沙

淤
積
港
口
面
積
日
漸
縮
小
且
淺
灘
船
隻
不
易
進
入
，
自

此
溪
仔
口
步
入
蕭
條

。

溪
仔
口
的
泊
船
功
能
在
淤
淺
之
後
，
由
今
景
美
橋

東
倒
景
美
街
口
的
「
渡
船
頭

」
所
代
替
，
景
美
街
自
此

興
起
，
延
續
溪
仔
口
的
商
業
盛
況
，
各
地
商
人
沿
溪
至

改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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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店
溪
中
正
橋
的
夜
景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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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採
購
物
品
回
到
居
所
販
售
，
景
美
街
於
是
成
為
文
山
區
的
貨
物
批
發
中
心

。

然
而
文
明
開
發
史
總
是
一
起
一
落
更
送
交
替
的
，
景
美
街
因
水
陸
便
利
的
優
勢
被
取
代
而

沒
落

。

宣
統
年
間
，
地
方
建
設
漸
興
，
使
得
較
快
速
的
陸
路
交
通
替
代
了
水
運
，
新
店
到
景
美

間
有
水
泥
橋
跨
越
其
間
，
景
美
到
木
柵
的
道
路
也
拓
寬
使
於
往
來
，
商
販
可
以
直
接
來
往
兩
地

採
購
，
這
麼
一
來
原
本
居
於
貨
物
轉
運
中
心
的
景
美
便
失
去
其
功
能
，
又
因
方
便
到
達
的
因
素

使
得
木
柵
開
始
繁
榮
，
景
美
則
暫
時
進
入
低
潮
期
，
直
至
一
九
二
一
年
(
日
大
正
十
年
)
日
本

人
在
此
鋪
設
鐵
路
，
起
至
萬
華
終
於
新
店
，
這
條
鐵
路
的
興
起
再
次
讓
景
美
重
回
轉
運
中
心
的

成
且
況
。七

、
土
地
適
合
耕
種
，
木
柵
安
頓
漢
族

景
美
溪
貫
穿
木
柵
並
在
此
沖
刷
成
河
谷
平
原
，
土
地
肥
泛
適
合
耕
種
，
沿
水
源
尋
地
的
漢

人
沿
著
新
店
溪
到
景
美
更
沿
景
美
溪
東
行
開
墾
木
柵
'
於
一
七
四
二
年
(
乾
隆
十
七
年
)
泉
州

人
在
溝
子
口
一
帶
留
下
最
早
的
問
墾
記
錄

。

立
柵
禦
敵
得
其
名

在
漢
移
民
來
此
間
墾
期
間
，
景
美
溪
的
南
岸
山
區
原
是
泰
雅
族
持
獵
的
區
域
，
除
了
獵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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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採
購
物
品
回
到
居
所
販
售
，
景
美
街
於
是
成
為
文
山
區
的
貨
物
批
發
中
心

。

然
而
文
明
開
發
史
總
是
一
起
一
落
更
送
交
替
的
，
景
美
街
因
水
陸
便
利
的
優
勢
被
取
代
而

沒
落

。

宣
統
年
間
，
地
方
建
設
漸
興
，
使
得
較
快
速
的
陸
路
交
通
替
代
了
水
運
，
新
店
到
景
美

間
有
水
泥
橋
跨
越
其
間
，
景
美
到
木
柵
的
道
路
也
拓
寬
使
於
往
來
，
商
販
可
以
直
接
來
往
兩
地

採
購
，
這
麼
一
來
原
本
居
於
貨
物
轉
運
中
心
的
景
美
便
失
去
其
功
能
，
又
因
方
便
到
達
的
因
素

使
得
木
柵
開
始
繁
榮
，
景
美
則
暫
時
進
入
低
潮
期
，
直
至
一
九
二
一
年
(
日
大
正
十
年
)
日
本

人
在
此
鋪
設
鐵
路
，
起
至
萬
華
終
於
新
店
，
這
條
鐵
路
的
興
起
再
次
讓
景
美
重
回
轉
運
中
心
的

成
且
況
。七

、
土
地
適
合
耕
種
，
木
柵
安
頓
漢
族

景
美
溪
貫
穿
木
柵
並
在
此
沖
刷
成
河
谷
平
原
，
土
地
肥
泛
適
合
耕
種
，
沿
水
源
尋
地
的
漢

人
沿
著
新
店
溪
到
景
美
更
沿
景
美
溪
東
行
開
墾
木
柵
'
於
一
七
四
二
年
(
乾
隆
十
七
年
)
泉
州

人
在
溝
子
口
一
帶
留
下
最
早
的
問
墾
記
錄

。

立
柵
禦
敵
得
其
名

在
漢
移
民
來
此
間
墾
期
間
，
景
美
溪
的
南
岸
山
區
原
是
泰
雅
族
持
獵
的
區
域
，
除
了
獵
取



動
物
外
，
泰
雅
族
更
有
獵
取
人
頭
的
信
仰
習
俗
，
漢
人
至
此
間
墾
數
量
漸
多
，
更
為
泰
雅
族
人

增
添
取
得
人
頭
的
機
會
，
於
是
為
了
防
禦
這
些
時
常
來
襲
的
原
住
氏
，
木
柵
居
民
在
景
美
溪
的

北
岸
豎
立
木
製
長
樁
為

「
柵
」
'
木
柵
之
名
，
由
此
而
來
。

市
集
地
沿
溪
消
長

現
在
的
政
大
渡
賢
橋
和
體
育
館
的
所
在
地
，
當
時
就
是
渡
船
頭

。

過
去
開
墾
期
間
，
水
運

交
通
向
來
扮
演
著
舉
足
輕
重
的
地
位
，
這
個
渡
船
頭
正
位
於
景
美
溪
和
另
一
條
支
流
匯
流
處
，

由
景
美
到
木
柵
、
深
坑
都
需
經
過
此
地
，
因
溪
邊
的
一
塊
平
地
使
得
行
至
此
處
的
船
隻
可
以
休

息
，
許
多
商
船
至
此
休
息
之
餘
也
交
換
裝
卸
貨
物
並
繼
續
行
走
，
於
是
市
集
便
在
此
有
了
雛
形

。

一
九
一
九
年
(
民
國
八
年
)
往
石
、
英
等
地
的
輕
便
路
正
式
宣
告
通
行
之
際
，
也
是
渡
船
頭

漸
趨
沒
落
的
警
示
燈
亮
起
的
時
候
，
怎
知
禍
事
也
能
成
雙
，
偏
在
一
九
二
四
年
(
民
國
十
三
年

)
渡
船
頭
遭
洪
水
侵
襲
，
原
有
熱
鬧
街
市
一
夜
之
間
幾
乎
全
毀

。

開
元
街
的
頂
店
，
也
就
是
今
日
的
問
元
街
三
十
五
及
三
十
七
號
，
「
頂
、
店
」
為
其
舊
名
，

此
處
店
鋪
因
演
景
美
溪
，
又
是
道
路
要
街
，
於
是
在
此
有
雜
貨
店
、
餅
店
、
肉
攤
、
染
坊
的
出

現
，
木
柵
其
他
地
區
的
居
民
都
會
來
此
購
買
日
常
所
需
，
這
裡
可
以
說
是
當
時
木
柵
最
重
要
的

在

改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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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集
了
，
但
好
景
不
常
，
景
美
溪
如
同
多
數
的
北
部
河
川
會
堆
積
沖
刷
的
沙
石
，
溪
流
淤
淺
再

加
上
日
後
的
道
路
改
道
，
此
處
的
商
店
一
一
歇
業
，

「
頂
店
」
的
繁
榮
也
成
了
過
往
回
憶
。

頭
前
溪
，
又
稱
頭
廷
魁
，
現
在
已
是
台
北
假
日
最
佳
去
處
之
一
的
木
柵
動
物
園
，
此
處
由

安
溪
高
姓
家
族
所
開
闢
'
同
樣
有
著
臨
景
美
溪
的
交
通
之
便
，
常
是
往
來
商
人
歇
腳
的
地
方
，

往
來
船
隻
頻
繁
時
也
是
商
業
中
心
之
一
，
後
泥
沙
淤
塞
溪
岸
北
移
，
原
有
的
地
利
不
再
，
高
氏

族
人
紛
紛
向
外
發
展
，
只
留
下
高
氏
宗
祠
與
來
自
各
地
的
動
物
為
伴
，
為
著
木
柵
開
發
史
留
下

一
點
蛛
絲
馬
跡
。

/\、

、
居
中
瀕
臨
雙
溪
，
板
橋
璞
玉
發
光

板
橋
位
在
大
漢
溪
右
岸
，
新
店
溪
左
岸
，
以
此
兩
溪
分
別
與
新
莊
及
台
北
相
望
，
由
於
大

漢
溪
在
經
過
板
橋
街
左
側
後
，
在
此
繞
成
一
個
月
彎
形
河
道
，
河
道
靠
板
橋
的
內
倒
因
河
流
堆

積
作
用
泥
沙
淤
積
不
通
合
船
隻
停
泊
，
而
對
岸
的
外
側
新
莊
地
區
則
侵
蝕
作
用
河
道
較
深
，
因

此
最
初
漢
移
民
溯
大
漢
溪
到
此
處
，
便
選
擇
了
適
合
船
拍
停
靠
往
來
的
新
莊
一
岸
為
墾
地
，
而

不
是
板
橋
。

然
而
大
台
北
開
發
史
從
新
莊
開
始
移
至
艦
卿
、
大
稻
坦
的
過
程
中
，
卻
也
從
不
遺

忘
鄰
近
的
板
橋
市
，
演
臨
二
，
誤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除
了
方
便
往
來
新
莊
摳
，
肝
等
較
早
開
發
的
城
鎮

之
外
，
更
因
兩
溪
沖
刷
的
平
原
地
帶
，
使
板
橋
也
能
為
沿
溪
上
溯
的
墾
氏
提
供
一
處
好
居
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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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集
了
，
但
好
景
不
常
，
景
美
溪
如
同
多
數
的
北
部
河
川
會
堆
積
沖
刷
的
沙
石
，
溪
流
淤
淺
再

加
上
日
後
的
道
路
改
道
，
此
處
的
商
店
一
一
歇
業
，

「
頂
店
」
的
繁
榮
也
成
了
過
往
回
憶
。

頭
前
溪
，
又
稱
頭
廷
魁
，
現
在
已
是
台
北
假
日
最
佳
去
處
之
一
的
木
柵
動
物
園
，
此
處
由

安
溪
高
姓
家
族
所
開
闢
'
同
樣
有
著
臨
景
美
溪
的
交
通
之
便
，
常
是
往
來
商
人
歇
腳
的
地
方
，

往
來
船
隻
頻
繁
時
也
是
商
業
中
心
之
一
，
後
泥
沙
淤
塞
溪
岸
北
移
，
原
有
的
地
利
不
再
，
高
氏

族
人
紛
紛
向
外
發
展
，
只
留
下
高
氏
宗
祠
與
來
自
各
地
的
動
物
為
伴
，
為
著
木
柵
開
發
史
留
下

一
點
蛛
絲
馬
跡
。

/\、

、
居
中
瀕
臨
雙
溪
，
板
橋
璞
玉
發
光

板
橋
位
在
大
漢
溪
右
岸
，
新
店
溪
左
岸
，
以
此
兩
溪
分
別
與
新
莊
及
台
北
相
望
，
由
於
大

漢
溪
在
經
過
板
橋
街
左
側
後
，
在
此
繞
成
一
個
月
彎
形
河
道
，
河
道
靠
板
橋
的
內
倒
因
河
流
堆

積
作
用
泥
沙
淤
積
不
通
合
船
隻
停
泊
，
而
對
岸
的
外
側
新
莊
地
區
則
侵
蝕
作
用
河
道
較
深
，
因

此
最
初
漢
移
民
溯
大
漢
溪
到
此
處
，
便
選
擇
了
適
合
船
拍
停
靠
往
來
的
新
莊
一
岸
為
墾
地
，
而

不
是
板
橋
。

然
而
大
台
北
開
發
史
從
新
莊
開
始
移
至
艦
卿
、
大
稻
坦
的
過
程
中
，
卻
也
從
不
遺

忘
鄰
近
的
板
橋
市
，
演
臨
二
，
誤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除
了
方
便
往
來
新
莊
摳
，
肝
等
較
早
開
發
的
城
鎮

之
外
，
更
因
兩
溪
沖
刷
的
平
原
地
帶
，
使
板
橋
也
能
為
沿
溪
上
溯
的
墾
氏
提
供
一
處
好
居
所

。



木
板
橋
通
向
繁
榮

台
北
縣
當
中
板
橋
的
開
發
時
間
是
屬
比
較
晚
期
的
，
開
發
之
初
，
新
莊
因
港
口
腹
地
廣
大

的
條
件
而
繁
榮
，
乾
隆
年
間
新
莊
已
發
展
成
為
台
北
盆
地
最
重
要
的
城
鎮
，
隔
著
大
漢
溪
與
新

莊
遙
遙
相
望
的
板
橋
，
此
時
只
有
零
星
開
墾
戶
在
從
事
小
規
模
的
開
墾
'
根
據
日
本
人
伊
能
嘉

矩
的
紀
錄
，
板
橋
地
區
當
時
與
新
莊
之
間
架
設
一
木
板
方
便
來
往
的
行
人
通
過
其
間
的
小
溪
(

即
今
日
的
公
館
溝
)
，
相
傳
橋
長
二
丈
多
寬
六
公
尺
，
是
通
往
新
莊
的
重
要
通
道
，
「
材
」
的

閩
南
語
讀
音
和
「
板
」
同
音
，
於
是
以
此
木
橋
為
名
的
「
材
橋
」
便
為
人
所
用
，
日
後
漸
演
成

板
橋
。

時
妻
子
血
甲
力
去

4皮

、
哥
A
丹
，
丹
，
丹

E
S

句
，
R
月7

同
為
台
北
都
會
重
要
衛
星
都
市
的
板
橋
與
新
莊
'
因
區
內
發
展
的
產
業
不
同
而
有
著
不
一

樣
的
街
景
風
貌
，
板
橋
因
為
火
車
經
過
、
台
北
縣
政
府
的
設
立
於
此
，
不
論
在
文
化
、
居
住
亦

或
是
商
業
發
展
似
乎
都
略
勝
以
工
業
城
鎮
聞
名
的
新
莊

。

但
我
們
若
將
時
光
倒
退
二
百
年
，
這

板
橋
荒
野
之
地
若
不
是
新
莊
往
來
頻
繁
的
商
人
船
隻
'
以
一
水
之
隔
帶
動
板
橋
的
發
展
，
今
日

的
板
橋
可
能
還
只
是
個
沒
沒
無
聞
的
小
鎮

。

一
七
二
一
年
(
康
熙
六
十
年
)
津
州
賴
姓
墾
戶
至
板
橋
之
際
，
當
時
的
板
橋
地
區
只
有
零

改
﹒
泓
門
之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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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散
住
於
平
原
上
的
平
埔
族
氏
，
其
餘
一
片
荒
野
，
賴
姓
人
氏
所
開
拓
的
土
地
在
今
天
的
新
埔

一
帶
，
是
板
橋
最
早
的
開
墾
紀
錄

。

乾
隆
、
嘉
慶
年
間
，
新
莊
港
埠
的
繁
華
帶
動
了
對
岸
的
板

橋
，
境
內
所
用
的
物
品
皆
是
購
自
新
莊
;
日
後
港
口
功
能
因
河
川
淤
沙
消
失
，
使
得
新
莊
盛
況

不
在
，
而
拍
船
交
換
貨
物
的
港
口
地
位
由
蜢
師
們
所
代
替
，
地
理
位
置
上
艦
御
的
興
起
對
於
板
橋

來
說
是
百
利
而
且
…
一
害
，
甚
至
到
光
緒
年
間
，
林
家
建
板
橋
到
摳
，
研
之
間
的
道
路
使
得
交
通
往

來
更
為
方
便
，
也
使
得
兩
地
關
係
更
加
密
切

。

林
本
源
大
力
開
墾

一
七
三
四
年
(
雍
正
十
二
年
)
，
津
州
人
林
成
祖
、
廖
富
樁
帶
領
鄉
人
渡
海
來
台
，
於
一

七
五
0
年
(
乾
隆
十
五
年
)
向
官
府
申
請
開
墾
，
當
時
大
漢
溪
與
新
店
溪
之
間
所
沖
積
出
的
廣

大
平
原
被
稱
做
擺
接
堡
(
由
凱
達
格
蘭
話
音
譯
來
)
，
板
橋
地
區
位
在
擺
接
堡
平
原
之
上
，
雖

然
整
片
平
原
遼
闊
而
肥
汰
，
但
是
廣
大
的
土
地
問
散
居
著
武
溜
灣
社
、
秀
朗
社
的
平
埔
族
居
民

，
開
墾
之
初
，
墾
戶
與
平
埔
族
民
時
常
發
生
衝
突
，
於
是
開
墾
的
工
作
遭
到
阻
礙
而
停
頓
，
正

當
此
時
平
埔
聚
落
當
中
傳
出
惡
疾
流
行
造
成
番
民
死
傷
慘
重
。
或
許
可
以
說
是
老
天
爺
的
眷
顧

，
學
醫
的
林
成
祖
在
這
個
大
好
時
機
下
醫
治
照
顧
病
人
獲
得
番
人
信
賴
，
此
後
在
成
祖
帶
領
的

教
導
下
，
平
埔
番
民
開
始
學
習
開
墾
、
耕
種
、
灌
溉
等
農
耕
技
術
'
並
在
此
一
擺
接
平
原
土
，

共
同
開
墾
'
更
在
此
期
間
開
鑿
永
豐
及
大
安
-
一
圳
引
大
漢
溪
水
灌
溉
'
創
造
了
整
個
平
原
的
富



庶
。

林
成
祖
對
於
板
橋
的
開
發
尚
屬
於
小
規
模
，
一
直
到
林
本
源
家
族
遷
移
至
此
大
力
投
注
心

力
協
助
問
墾
'
板
橋
得
以
迅
速
發
展
，
日
後
更
趕
過
新
莊
成
為
北
縣
最
重
要
的
城
鎮

。

林
家
原
是
一
福
建
津
州
人
士
，
乾
隆
年
間
來
台
開
墾
移
民
不
斷
湧
入
，
林
應
寅
亦
率
家
族
來

台
開
墾
'
最
初
設
籍
新
莊
，
其
子
林
平
侯
除
了
與
竹
塹
林
韶
賢
合
辦
全
台
鹽
務
之
外
，
更
利
用

新
莊
水
運
之
便
，
經
營
帆
船
貨
運
的
事
業
，
來
往
南
北
洋
販
售
未
鹽
致
富
，
自
此
林
家
正
式
邁

向

「
台

灣
第
一
家

」
之
路
。

嘉
慶
、
成
豐
年
間
新
莊
地
區
發
生
津
泉
械
鬥
'
林
家
為
避
開
此
一
鬥
爭
舉
家
遷
徙
大
溪
，

繼
續
其
米
鹽
事
業
，
一
八
五
三
年
(
成
豐
三
年

)
J津
泉
械
門
再
起
更

蔓

延
至
大
溪
，
此
時
正
值

林
成
祖
在
板
橋
開
墾
遇
到
困
難
，
因
大
安
圳
每
每
崩
塌
必
須
要
靠

龐
大
經
費
維
持
，
於
是
求
助

於
林
家
子
孫
林
國
芳
，
於
是
林
家
再
回
北
部
遷
至
板
橋
，
一
八
五
五
年

(
成
豐
五
年
)
林
國
芳

為
板
橋
築
城
牆
為
板
橋
居
民
屏
障
，
是
台
北
盆
地
各
聚
落
到
台
北
府
建
立
之
前
唯
一
的
城
牆
都

市
，
此
時
林
平
侯
五
子
中
所
經
營
的
店
鋪
以
國
華
與
國
芳
的

「
本
記
」
、

「
源
記
」
最
為
有
名

，
林
本
源
家
族
之
稱
自
此
而
傳
間
，
當
時
的
板
橋
有
一
半
的
土
地
屬
於
林
家
所
擁
有
，
其
住
宅

佔
地
廣
大
更
為
全
台
之
冠
，
使
板
橋
林
家
成
為
台

灣
五
大
家
族
之
首

。

至
林
家
孫
子
輩
的
林
維
讓
、
林
維
源
到
達
全
盛
時
期
，
當
時
為
防
止
械
門
發
生
林
家
更
擁

成
肛
門
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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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兵
數
百
名
以
做
防
衛
致
用
，
但
見
械
門
不
斷
僅
以
武
力
防
衛
鎮
壓
不
是
上
上
之
策
，
於
是
後

為
拜
平
不
斷
的
津
泉
械
門
，
林
維
讓
將
其
妹
許
配
給
泉
州
人
舉
人
莊
正

，

一
八
六
三
年

(
同
治

十
二
年
)
並
與
莊
正
共
設
大
觀
義
學
，
為
板
橋
地
方
教
育
貢
獻
心
力

。

林
國
芳
經
商
使
板
橋
街
市
繁
榮
盛
極
一
時
，
林
維

讓
兄
弟
化
解
津
泉
糾

紛

、
更
為
板
橋
建

立
文
治
社
會
的
風
氣
，
使
板
橋
不
只
是
商
業
繁
榮
、
交
通
便
利
的
商
業
中
心
，
更
是
台
北
地
區

重
要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林
家
花
園
的
庭
台
樓
閣
不
但
讓
板
橋
居
民
共
有
一
處
美
景
之
外
，
也
為
林

家
在
板
橋
的
大
作
留
下
落
款

。

九
、
津
泉
墾
民
進
駐
，
雙
和
順
溪
開
發

永
遠
和
平
定
市
名

隨
著
眾
多
的
津
泉
墾
民
來
台
，
中
和
地
區
也
在
林
成
祖
開
發
新
莊
、
板
橋
之
後
，
開
始
有

墾
氏
打
著
成
祖
的
墾
號
來
到
中
永
和
地
區
，
他
們
順
著
新
店
溪
南
下
經
秀
朗
橋
到
南
勢
角
，
大

約
是
這
一
地
區
較
早
為
漢
移
民
所
開
發
的
地
方

。

中
和
市
舊
名
材
寮
'
永
和
則
分
屬
南
勢
角
區

與
龜
崙
蘭
溪
洲
區
，
光
復
後
此
地
區
隸
海
山
區
中
和
鄉
，
一
直
到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中
永
和
正
式

分
家
，
自
中
和
鄉
中
分
出
永
和
鎮
，
為
紀
念
中
和
於
是
定
名
水
和
，
而
氏
間
也
傳
有

「
永
遠
和

平
」
的
寓
意
在
內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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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兵
數
百
名
以
做
防
衛
致
用
，
但
見
械
門
不
斷
僅
以
武
力
防
衛
鎮
壓
不
是
上
上
之
策
，
於
是
後

為
拜
平
不
斷
的
津
泉
械
門
，
林
維
讓
將
其
妹
許
配
給
泉
州
人
舉
人
莊
正

，

一
八
六
三
年

(
同
治

十
二
年
)
並
與
莊
正
共
設
大
觀
義
學
，
為
板
橋
地
方
教
育
貢
獻
心
力

。

林
國
芳
經
商
使
板
橋
街
市
繁
榮
盛
極
一
時
，
林
維

讓
兄
弟
化
解
津
泉
糾

紛

、
更
為
板
橋
建

立
文
治
社
會
的
風
氣
，
使
板
橋
不
只
是
商
業
繁
榮
、
交
通
便
利
的
商
業
中
心
，
更
是
台
北
地
區

重
要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林
家
花
園
的
庭
台
樓
閣
不
但
讓
板
橋
居
民
共
有
一
處
美
景
之
外
，
也
為
林

家
在
板
橋
的
大
作
留
下
落
款

。

九
、
津
泉
墾
民
進
駐
，
雙
和
順
溪
開
發

永
遠
和
平
定
市
名

隨
著
眾
多
的
津
泉
墾
民
來
台
，
中
和
地
區
也
在
林
成
祖
開
發
新
莊
、
板
橋
之
後
，
開
始
有

墾
氏
打
著
成
祖
的
墾
號
來
到
中
永
和
地
區
，
他
們
順
著
新
店
溪
南
下
經
秀
朗
橋
到
南
勢
角
，
大

約
是
這
一
地
區
較
早
為
漢
移
民
所
開
發
的
地
方

。

中
和
市
舊
名
材
寮
'
永
和
則
分
屬
南
勢
角
區

與
龜
崙
蘭
溪
洲
區
，
光
復
後
此
地
區
隸
海
山
區
中
和
鄉
，
一
直
到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中
永
和
正
式

分
家
，
自
中
和
鄉
中
分
出
永
和
鎮
，
為
紀
念
中
和
於
是
定
名
水
和
，
而
氏
間
也
傳
有

「
永
遠
和

平
」
的
寓
意
在
內

。



水
利
便
捷
利
發
展

新
店
溪
流
經
板
橋
東
倒
後
，
在
景
美
一
帶
會

合
景
美
溪
後
，
於
當
時
的
秀
朗
庄
與
龜
蘭
溪
洲
處

形
成
曲
流
，
此
一
曲
流
的
外
側
即
為
永
和
庄
及
津

和
庄
地
區
，
屬
於
泥
沙
淤
積
岸
，
因
此
今
水
和
地

區
乃
是
由
新
店
溪
流
泥
沙
淤
成
的
沙
洲
堆
積
而
來

，
另
外
，
南
勢
溪
在
新
店
溪
過
彎
後
匯
入
，
在
此

兩
溪
交
會
處
形
成
了
中
和
地
區
最
早
有
街
市
發
展

的
材
寮
。

在
移
民
間
墾
之
初
，
因
永
和
中
和
的
平
原
地

區
尚
無
水
利
工
程
的
建
造
，
因
此
在
容
易
氾
濫
的

情
況
下
，
少
有
墾
氏
在
此
發
展
，
根
據
舊
時
的
地

契
記
載
，
南
勢
角
地
區
的
拓
墾
約
是
中
永
和
地
區

較
早
的
地
方
，
南
勢
角
庄
南
臨
文
山
堡
，
是
山
區

泰
雅
族
活
動
的
地
方
，
由
於
南
勢
溪
的
關
係
'
漢

人
可
溯
溪
深
入
山
區
坐
擁
豐
富
資
源
，
但
同
時
也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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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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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當
溫
妮
颱
風
來
時
，
豪
雨
使
社
子
堤
防
外
淡
水

河
及
基
隆
河
交
會
處
河
水
暴
漲
，
幾
乎
超
過
堤
防

外
的
道
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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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為
泰
雅
族
原
住
民
進
入
平
原
的
入
口
，
因
此
在
拓
墾
期
間
同
時
必
須
抵
禦
原
住
民
的
威
脅
，

於
是
開
發
初
期
速
度
緩
慢
，
停
滯
於
山
邊
地
帶

。

到
一
七
四
八
年
(
乾
隆
十
三
年
)
林
成
祖
至
此
間
墾
建
造
灌
溉
水
圳
，
此
處
的
問
墾
才
有

較
大
的
發
展
，
其
中
包
括
大
安
圳
與
永
豐
圳
規
模
相
當
大
，
賴
以
灌
溉
的
區
域
遍
及
整
個
擺
接

平
原
，
南
至
今
土
城
北
至
新
店
溪
大
漢
溪
交
會
處
，
由
板
橋
至
中
和
新
莊
都
含
括
在
內

。

大
安
圳
，
引
大
漢
溪
為
水
源
，
在
今
日
土
城
馬
祖
田
設
置
引
水
口
，
在
四
沖
頭
灌
溉
水
道

分
為
四
條
，
東
倒
兩
道
與
中
水
和
地
區
有
重
要
關
連
，
分
別
灌
溉
員
山
仔
庄
、
外
員
山
庄
及
永

和
庄
，
以
及
四
十
張
庄
及
津
和
庄

。

永
豐
圳
，
引
新
店
溪
為
水
源
，
此
一
圳
的
工
程
浩
大
貫
穿
尖
山
，
主
要
灌
溉
地
區
包
括
秀

朗
庄
、
潭
乾
庄
及
南
勢
角
庄

。

' 

隨
著
水
利
設
備
的
建
造
，
中
水
和
地
區
的
問
墾
快
速
，
十
幾
年
間
便
發
展
出
稱
「
桔
寮
公

館
」
的
市
街
，
約
在
今
日
的
材
寮
街
所
在
地
，
根
據
中
永
和
地
區
的
廟
宇
建
立
年
代
來
看
及
廟

中
所
留
的
紀
錄
來
看
，
乾
隆
年
間
的
材
寮
聚
落
已
有
初
步
規
模

。




